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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藿香是著名的南药，为现代医药和工业的重要原料，市场需求量较大。但因广藿香生长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连作障

碍，导致广藿香病害加重、品质下降。该文概述了适宜广藿香生长的生态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和地形因子，分析了

其种植中存在的连作障碍与病害问题，综述了广藿香现有的轮作、间作、套种和林下种植等生态种植模式，并对广藿香生

态种植模式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以期为广藿香生态种植模式的推广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广藿香；生态种植；生态因子；连作障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综述 
中图分类号：R28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213（2024）11 - 3084 - 07
DOI：10. 13359/j. cnki. gzxbtcm. 2024. 11. 039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actors and Research Progress in Ecological Planting 
Mode of Pogostemon cablin

BAO Yun-Zi1，2， CHEN Lin-Yuan1，2， QIU Kai-Ying1，2， NI Yan-Mei3，
DING Han-Qing3， WANG Li-Ping1，2， LIU Zi-Qi4，

ZHAN Ruo-Ting1，2， CHEN Li-Kai1，2，4

（1.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China；
2.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 from Lingnan，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China；3. Guangdong Agriculture Group Tropical
Agr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Guangzhou 510507 Guangdong，China；4. Guangdong

Yintia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Ltd，Yunfu 527300 Guangdong，China）
Abstract：Pogostemon cablin is a famous southern medicine. As the important raw material for modern medicine 
and industry，Pogostemon cablin becomes required with a large marketing demand. However，due to the serious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s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Pogostemon cablin， the aggravation of diseases of 
Pogostemon cablin and the degradation of its quality arose. This paper outlined the ec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factors，soil factors and topographic factors suitable for the growth of Pogostemon cablin，analyzed the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s and diseases arising in the cultivation， reviewed the current ecological planting mode of 
Pogostemon cablin such as crop rotation， intercropping， relay-cropping and under-forest planting， and also 
mad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ecological benefits and social benefits of the ecological 
planting mode of Pogostemon cablin，aimin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a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ecological planting mode of Pogostemon ca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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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藿 香 是 唇 形 科 刺 蕊 草 属 植 物 广 藿 香

Pogostemon cablin（Blanco） Benth.的干燥地上部分，

原产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国内主要

分布于广东、广西和海南，是著名的“十大南

药”[1]之一。广藿香味辛、性微温，具有芳香化浊、

和中止呕、发表解暑之效，是藿香正气口服液

（水、胶囊、丸）、抗病毒口服液等多种中成药的

重要生产原料[2]，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与经济价

值。广藿香油作为现代医药和工业的重要原料，

不仅可用作食品添加剂，还广泛应用于日用化妆

品、药品、香水等行业，市场需求量巨大[3]。然而

在广藿香的种植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连作障碍，导

致广藿香植株出现发育缓慢，叶小而黄，根部腐

烂褐变，甚则病害频发等现象[4-5]。
生态因子是影响植物生长和品质的主要因

素[6]。生态因子包括气候因子（温度、水分、气候

变化）、土壤因子（土壤物理特性、土壤化学特性、

土壤微生物）、地形因子（海拔、坡度、坡向）等。

广藿香在不同生长周期中受到多种生态因子的影

响，这些生态因子不仅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

还会影响植物资源的分布情况[7-8]。
国务院在 2020年 11月发布的《关于防止耕地

“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中，强调了要抑

制耕地“非粮化”现象不断扩大的趋势[9]，并且强

调了生态种植模式在中草药与农业发展中的重要

性。探索、整合、优化和广泛推广中药材生态种

植模式及相关技术，是中药生态农业实践的主要

任务[10]。随着中药生态农业理念的提出，人们为

了保证广藿香药材质量和有效利用土地，减少农

药化肥的施用，采取了套种、间作、林下种植、

轮作等生态种植方式以获得良好效益。

本文概述了适合广藿香生长的生态因子，并

对其种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综述了

广藿香现有的生态种植模式，并对广藿香生态种

植模式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

以期为广藿香生态种植模式的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和重要参考。

1 广藿香生态因子特征分析

广藿香生长的生态因子包括气候因子、土壤

因子和地形因子。

1. 1 气候因子 广藿香喜温，畏严寒，尤怕霜

冻，其最适宜的生长气温为 25 ~ 28 ℃，在气温

17 ℃以下生长缓慢，在-2 ℃以下若出现霜冻，多

数植株可能会枯死[7]。广藿香适宜生长于春季和秋

季较温暖湿润的气候，因此广藿香移栽种植通常

分为春植和秋植。春植是在 4 月的清明至谷雨时

节，秋植则是在 9 ~ 10月份进行。在冬季，广藿香

种植地需覆盖塑料薄膜或搭建棚屋以防霜，同时

在霜前采取熏烟等措施防止冻害[11]。
广藿香属于喜光植物，但幼苗期不适合强烈

光照，需适当遮阴，生长发育期和成熟期则需要

充足的光照。罗集鹏等[12]发现，广藿香挥发油中

的广藿香醇和广藿香酮的合成可能与气温和光照

条件相关。广藿香忌干旱，喜雨量充沛、湿润的

环境，适宜生长于年降雨量为 1 600 ~ 2 000 mm、

相对湿度为80%以上的地区[7]，年降雨量低于1 600 mm
的地区须加强人工灌溉。黄艳萍等[13]观察到，随

着土壤水分胁迫强度增加及持续时间延长，广藿

香的光合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在土壤相对水分含

量为 60% 的条件下，广藿香叶片的叶绿素荧光参

数达到最佳水平，广藿香生长得到促进；土壤含

水量达到80% ~ 85%时[14]，广藿香具备一定的耐受

胁迫能力和清除活性氧的能力，从而可以提高药

材产量和有效成分的积累。然而，随着土壤水分

降低，广藿香叶片的相对含水量减少，脯氨酸、

可溶性蛋白和丙二醛等物质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

的趋势，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的含量则

呈上升趋势[15]。
1. 2 土壤因子 郭治兴等[16]的研究表明，广藿香

生长发育适宜的土壤因子如下：土壤 pH 值为

4.5～5.5；土壤养分以氮为主，磷、钾次之；土壤

需排水性好，通透性好；土壤质地为中壤（沙壤

土、壤土、砂质粘壤土），且营养丰富；土层厚度

在 50 ~ 150 cm 之间，选地后深耕土壤，翻深 20 ~ 
25 cm种植广藿香。

此外，研究[17-19]表明，土壤微生物在土壤物质

循环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土壤微生物群落种类和

数量的变化也是导致广藿香连作障碍发生的重要

原因；土壤酶是指能参与土壤中有机质分解的一

类酶，对土壤有机质代谢、生物循环、土壤肥力

等有重要影响，土壤酶活性的测定可反映连作对

广藿香根际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曹诗佳等[20]的
研究发现，土壤中的酶活性降低，广藿香幼苗的

地上部分鲜质量呈下降趋势。

1. 3 地形因子 广藿香通常种植于平地、缓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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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梯田、河边冲积地或者排水情况良好的水

田[11]。研究发现，不同产地、不同海拔对广藿香

生长和药效成分的积累有着显著影响[21-22]。目前，

广藿香主要有广州石牌藿香、高要藿香、湛江藿

香和海南藿香四大类[23]。广州石牌藿香原种植于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北部，主要分布在白云山地区

和流溪河地区，该地地势平坦，最高海拔为

534 m。高要藿香种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的西江北

岸，其地势北高南低，地理条件呈现出以西江为

主的平原，水道和湖泊交织。湛江藿香种植于广

东省西南部，该地地形以平地和平原为主要特征。

海南藿香又称南香，主要生长于海南省万宁县和

广东省湛江、遂溪、吴川、电白等市县。

2 广藿香种植问题分析

广藿香种植问题主要涉及连作障碍与病害问题。

2. 1 连作障碍 连作障碍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

以相同栽培条件连续种植同一种作物，导致作物

出现生长状况不良、产量较低、病害加重、品质

下降的现象[24]，这类问题在药用植物种植中比较

明显。连作可显著影响药材的产量和质量。广藿

香存在严重的连作障碍，有关广藿香连作障碍方

面的研究显示，连作可影响土壤理化性质[25]、土

壤微生物的群落结构[26]、化感自毒作用[27]、根际微

生物互作效应[28]等，而这些因素的恶化均会加剧

土传病害的发生。顾艳等[29]的研究表明，广藿香

经连作后，其生长状况变差，病害加重，产量大

幅度降低。杨春雨[30]的调查表明，连作广藿香的

青枯病发病情况较非连作的广藿香更严重，可能

是连作导致病原菌在土壤中积累。何丽平等[31]的
研究表明，连作广藿香与单作广藿香相比，其广

藿香醇含量显著降低，连作条件下广藿香的品质

较差。此外，连作障碍影响了广藿香叶片中与能

量代谢、糖代谢和氨基酸相关的蛋白表达[32]。
作物连作会改变其根际土壤理化性质，特别

是 pH值和营养元素。刘晓凤等[33]的研究发现，连

种广藿香 1年和 2年后，过氧化氢酶、脲酶、碱性

磷酸酶和蔗糖酶等关键土壤酶的活性降低，导致

广藿香植物对根际周围潜在毒害物质的降解能力

减弱，使有毒有害物质在根际土壤中蓄积，说明

连作对广藿香的根际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徐岩[34]

的研究发现，重茬广藿香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

其土壤细菌种类及菌群数量均逐渐减少，土壤优

势度和丰富度均有所下降，土壤微生物由细菌型

向真菌型转化，造成植株病害的加重。

众多学者已着手开展实验研究，旨在探讨如

何解决广藿香连作障碍的问题。程启东等[35]的研

究表明，在连作 1年的广藿香地块中添加适量的竹

炭有助于提高广藿香的生长参数，如株高、茎粗、

叶面积和叶绿素含量，同时增加单株的干鲜质量。

这种措施减缓了连作对广藿香生长及有效成分积

累的不利影响，减少了氧化胁迫引起的损害，同

时提升了广藿香的抗氧化酶和碳氮代谢酶的活性。

郑扬波等[36]的研究发现，在广藿香连作扦插苗的

培养基中添加有益微生物菌群活性液，可显著提

升根长、株高、鲜质量、根系活力以及叶绿素含

量，且土壤中细菌和放线菌的数量增加，真菌数

减少。此外，土壤中脲酶、蔗糖酶以及多酚氧化

酶的活性也显著提高；EM菌在广藿香连作栽培中

作为一种有效的添加物，能够缓解广藿香的连作

障碍。

2. 2 广藿香病害问题

广藿香在生产过程中极易受到青枯病、叶斑

病和根腐病等多种病害侵袭[37]。这些病害难以控

制和防范，一旦出现便迅速扩散，严重影响广藿

香的正常生产。

广藿香整个生长期均受到青枯病的危害，夏

季高温多雨季节尤甚。贺红等[38]通过将青枯菌粗

毒素接种于广藿香试管苗，发现粗毒素对广藿香

具有显著的致病力；同时，该课题组从植株苗龄、

青枯菌菌液适宜浓度以及接种方式等不同方面，

探索了广藿香抗病性的鉴定途径，为广藿香抗病

种质资源的鉴定和抗病品种的选育提供了依据。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采用农业防治与化学防治相

结合的方法可预防青枯病，具体操作如下：对靠

近根部的土壤进行生石灰或草木灰消毒处理，并

在病株及其周边土壤上进行化学药剂的淋施[39]。
杨春雨[40]对广藿香的育苗和保苗进行探究，发现

5 g/L和 5 mL/株的“可杀得 2000”处理对广藿香青

枯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受到处理的“1 ~ 2 级”

病株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长状态，但对于“5 级”

病株，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广藿香棒孢霉叶斑病也是广藿香的常见叶部

病害，该病害在广藿香的嫩叶和老叶上均可发生，

在扦插苗的发病率高达 99%，而在组培苗的发病

率为 50%[41]。陈旭玉等[42]利用拮抗细菌来防治广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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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棒孢霉叶斑病，并确定了 50% 咪鲜胺锰盐可湿

性粉剂（WP）、80% 代森锰锌 WP 和 10% 苯醚甲环

唑水分散粒剂（WG）作为最佳药剂。然而，田间防

治试验的稳定性尚未得到证实。董章勇等[43]通过

广藿香盆栽接种广藿香的致病性试验，结果发现

Stagonosporopsis属植物是引起的广藿香赤霉病叶斑

病的关键菌属。

3 广藿香生态种植现状分析

广藿香的生态种植模式包括轮作、间作、套

种和林下种植。

3. 1 轮作 轮作是一种在同一田地内按时间顺序

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方式[44]。轮作在农业中具备

高效利用时间的特点，被视为有效预防连作障碍

的重要策略，可有效提升土壤的整体肥力，尤其

可显著增加土壤养分含量。黄文洁等[45]在广藿香

与薄荷轮作的田间实验中发现，与薄荷轮作的广

藿香在农艺性状、百秋李醇含量、叶片酶活性以

及土壤微生态指标等方面的表现总体上均优于连

续种植的广藿香。佘晓环等[18]的研究表明，广藿

香与水稻轮作可显著降低广藿香连作根际土壤中

总酚酸和水溶性酚酸的含量，这可能是改善广藿

香生长及有效成分含量的重要方法之一。此外，

轮作模式有助于减轻广藿香连作对根际土壤微生

态系统的不利影响，从而促进植株生长并提高有

效成分的含量。虽然广藿香与其他作物的轮作研

究尚显匮乏，但初期的研究结果显示，开展广藿

香与不同作物的轮作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3. 2 间作 间作是指在相同的种植期，在同一块

田块上分行或者分带交替栽植两种或者两种以上

的植物的种植方式[44]。科学合理的间作模式，能

够促进作物养分吸收、抑制土壤病虫害的发生等，

进而增加作物产量。间作可分为多种形式，包括

林药间作、农药间作、果药间作以及药药间作[46]。

广藿香与不同作物的间作可获得良好的种植

效果。胡峻峰等[47]对广藿香与生姜、豇豆的间作

进行了研究，发现广藿香与豇豆间作改变了土壤

电导率和碱解氮含量，增加了根际有机质含量，

并提高了有益微生物的相对丰度。这些变化影响

了广藿香根际微生物群落的结构，为其提供了良

好的生长发育环境。Zeng J 等[48]在前期工作中发

现，广藿香与姜黄、生姜间作，可通过对土壤 pH
值与钙含量进行调控，对土壤理化性质进行改善，

从而对广藿香根际土壤微生物的分布产生影响，

显著降低广藿香的连作效应，并证明广藿香-姜黄

间作模式优于广藿香-生姜间作模式，但研究发现

间作未能改变广藿香根际土壤微生物的优势菌群。

周界等[49]采用广藿香与紫苏间作的种植模式，成

功克服了广藿香连作的制约，显著提升了产量，

并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覃杰凤等[50]在桄榔幼林

下先套种玉米，玉米采收后翻土，利用玉米茎秆

进行土壤改良，培肥土壤，将广藿香扦插于原玉

米栽培垄上，提高了土壤资源的有效利用，优化

了广藿香的生长环境，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广

藿香与生姜、姜黄、豇豆、紫苏、玉米间作的生

态种植模式，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缓解广藿香连

作障碍，并能促进改善广藿香的生长发育。 广藿

香的5种生态间作种植模式的综合评价结果见表1。
3. 3 套种 套作指在前季作物生长末期的植株行

或畦之间播种或种植后季作物的种植模式[44]。套

作解决了前、后两季作物之间的生长季节矛盾，

能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光照和其他资源，从本

质上推动作物质量与产量的提高，并且改善植物

生长的土壤微生态。 有关广藿香与其他作物的套

种模式研究相对较少，本课题组对产区的调研发

现，近年来民间出现了广藿香与玉米套种的实验

模式。这种种植模式下，广藿香和玉米对环境条

件的适应性相似，两者的形态和生长特征相辅相

表 1 广藿香生态间作模式的综合评价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intercropping mode of Pogostemon cablin

间作参数

种植时间

采收时间

生态效益

广藿香-生姜[47]

3 ~ 4 月份种植生姜

11月份采收生姜

增加根际土壤益生菌，
具有一定的抑菌效果

广藿香-姜黄[48]

4 ~ 5月份种植姜黄

12月份下旬采收姜黄

提高土壤的肥力；对
土壤病原菌具有抑制
作用，防控病虫害

广藿香-豇豆[47]

3 ~ 4 月份种植豇豆

6月份采收豇豆

降低广藿香幼苗期光照，
以适应广藿香生长需求

广藿香-紫苏[49]

3月份种植紫苏

9月份下旬到10月份
上旬采收紫苏

缓解广藿香的连作障碍

广藿香-玉米[50]

3 ~ 5月份种植玉米

7 ~ 8月份采收玉米

降低广藿香幼苗期光照，
以适应广藿香生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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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成了互相补充的优势；广藿香-玉米套种模

式能提高广藿香苗期成活率，改善土壤微生物环

境，有效利用土地空间，显著提高种植效益，同

时还能有效缓解广藿香连作对土壤的不良影响。

基于目前农作物和药用植物的套种模式的相

关研究，结合广藿香的物候特性、玉米的生长期，

以及农业生产管理的基本需求，本课题组设计了

一套广藿香-玉米套种模式简表，见表2。
表 2 广藿香-玉米套种模式简表

Table 2 The brief table of relay-cropping mode of Pogostemon cablin and corn

时间

1 ~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 ~ 9月

10 ~ 12月

广藿香物候期

育苗期（生根）

生长缓慢期
（移栽大田）

生长缓慢期

快速生长期

快速生长期

成熟期

完全成熟期

玉米生育期

播种至出苗期

出苗至拔节期

抽穗期（拔节至抽雄）

花粒期（抽雄至成熟）

全发育期

农事管理要点

（1）种植前土壤消毒；（2）铺地膜；（3）施基肥；（4）种植广藿香前，需浸根消毒

（1）广藿香种植后用定根水；（2）施底肥；（3）灌定根水，保持田间湿润，控水养根；
（4）玉米浸种催芽；（5）前期注意虫害

（1）追加复合肥；（2）做好青枯病等病害防治，出现病害需连根拔起消毒土地；（3）除
草；（4）玉米苗期注意补苗、间苗

（1）追肥；（2）梅雨季节注意排水；（3）玉米隔行去雄，或者同行隔株去雄

（1）追肥；（2）梅雨季节注意排水；（3）玉米成熟后立即采收，让广藿香有充足的阳光
照射

（1）追肥；（2）注意灌水和排水

（1）追肥；（2）测广藿香代谢物含量，达到指标后采收；（3）注意霜冻，天气太冷需提
前采收

注：玉米分春玉米和夏玉米两种，春玉米在清明前后播种，在 7月中后期收割；夏季可种植第二茬玉米，于 12月上中

旬收割。若玉米与广藿香套种，则一年只种一轮。广藿香适合生长于我国南方雨水充沛的地区，广州郊区一般在清明节前

后开始种植，而海南万宁则在6 ~ 8月间进行种植

3. 4 林下种植 林下种植是指通过合理利用森林

空间资源，采用多层次的栽培方式来发展林下种

植植物[44]。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利用森林的遮阴效

应，适合大部分耐阴、耐寒的中药材生长。林下

种植中药材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保障森林资

源及其他资源可持续利用，给药材生产创造了相

当大的效益。庞玉新等[51]对橡胶林下种植广藿香

进行研究，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对橡胶林下和露地

种植的广藿香进行精油提取，发现橡胶林下种植

的广藿香精油的产率比露地种植的广藿香稍低，

树龄为 2 ~ 3年的橡胶林为广藿香生长的适宜环境，

对广藿香精油生产质量影响不大，且有较好的经

济效益。本课题组对产区的调研发现，目前发展

了一些林下广藿香发展试验模式，如荔枝林下种

植广藿香模式，楠木、榉木、红豆杉等珍贵树种

林下套种广藿香模式等。

4 广藿香施肥技术分析

在药用植物的种植过程中，合理施肥可促进

作物生长、药材增产，同时还可以提高药材品

质[52]。潘超美等[53]的研究发现，广藿香耐肥性强，

随着施肥水平的增加，广藿香挥发油含量、鲜质

量以及干物质积累量均显著增加。

广藿香作为一种全草类一年生药材，国内少

见开花。卢丽兰[54]的研究发现，高配比的氮、磷、

钾对广藿香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均有较大的促进作

用。其中，氮元素对广藿香的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尤为显著，而磷和钾元素则对其发育和产量无显

著影响。卢丽兰等[55]还发现，采用硝铵比为 75∶25
的氮供应能更有效地促进广藿香的生长和提高其

光合效能；硝铵比为 50∶50 和 25∶75 的处理条件

下，有利于提升广藿香的主要药效成分含量。 
磷元素也是与植物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重要

元素，在呼吸代谢、能量代谢及酶促反应中起着

关键作用[56]。杨欣等[57]通过考察不同施磷水平下广

藿香中的药效成分变化情况，发现中低水平磷肥

均可影响广藿香药效成分。

因此，科学施肥可促进药用植物活性成分含

量的积累。卢丽兰等[58]研究了有机肥和化肥不同

比例的 8种处理方式对广藿香生长发育、产量、含

油量和品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75% 有机肥

料和 25% 的化学肥料的混合施用方式是广藿香最

为合适的施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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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藿香生态种植效益分析

5. 1 经济效益 广藿香生态种植正在道地与适宜

产区加大发展，形成了多种特色鲜明的广藿香生

态种植模式，既拉动了广藿香产业的发展，也为

种植户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种植主要占

用土地、林下或荒坡地，土地租赁费用比农田低，

可以节约生产成本，而且无需花费在农药、遮阳

网等其他投资上。并且，广藿香生态种植年限较

短，无需长时间的人工介入，人工投入少，种植

广藿香的经济效益也高于种植大多数农作物。因

此，大力发展广藿香生态种植模式是实现广藿香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59]。
5. 2 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 中药生态农业在取得

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具有显著的生态效

益[60]。广藿香的生态种植不仅可有效利用土地资

源，同时也改善了土壤微生物群落，减少病害、

农药以及化肥的使用量，且未对广藿香的有效成

分含量产生影响[47-49]，符合康传志等[61]提出的中药

材生态种植模式及技术评估模型。

大力发展广藿香生态种植模式，可从源头上

确保药材的质量与安全，极大地促进广藿香产业

的发展，填补广藿香种植可持续创业领域的空缺。

广东不少乡镇已通过发展南药种植产业实现了脱

贫致富，科学引导农民进行广藿香生态种植，可

以进一步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从而带动乡

村振兴，实现规模社会效益[62]。

6 小结

广藿香通常种植于平地、梯田和缓坡上，但

连作问题严重影响其品质，导致病害加重。采用

广藿香与玉米、紫苏、姜黄、生姜、水稻和豇豆

等作物间作的生态种植模式，可较好地解决这些

问题。本文分析并总结了现有广藿香生态种植的

文献并提出建议。在种植方面，广藿香可以通过

与其他农作物进行轮作，避免连作障碍，也可通

过与不同作物进行间作、套种，有助于改善其根

系土壤质量和减少病害。在施肥方面，值得进一

步研究广藿香土壤养分及根系微生物对有效成分

的综合效果，构建广藿香“土壤-根系微生物-中
药功能组分”的调控机制；研究广藿香的常规水

肥管理，可考虑使用生物菌肥等新型施肥方式，

以实现减肥增效，提高其产量与品质。

为防止农田“非粮化”，应确立适宜的生态种

植模式，促进农作物与药用植物协同发展，推动

其产量与品质提升。因此，广藿香的生态种植模

式有着持续研究的价值。未来可探索更多不同的

生态种植模式，以完善广藿香的生态种植体系，

筛选最优的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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